
 

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04 

投资者关系活

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媒体采访 

□新闻发布会 

□现场参观 

□分析师会议 

□业绩说明会 

□路演活动 

□其他(请文字说明其他活动内容) 

活动参与人员 
公司参会人员：董事长 赵延平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孙梦婷 

外部参会人员：见附件名单 

时间 2024 年 8 月 9 日 

地点 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 577 号华测时空智能产业园 C 座二楼 

形式 现场会议 

交流内容及具

体问答记录 

一、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孙梦婷女士介绍公司 2024

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自2003年成立以来，公司始终聚焦高精度导航定位相关的核心技

术及其产品与解决方案的研发、制造、集成和产业化应用，不断拓展

至多行业领域，为各行业客户提供高精度定位装备和系统应用及解决

方案，是国内高精度卫星导航定位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 

公司秉承“用精准时空信息构建智能世界”的愿景，围绕高精度

导航定位技术核心，逐步构建起高精度定位芯片技术平台、全球星地

一体增强网络服务平台两大核心技术护城河，并逐步打造公司各类高

精度定位导航智能装备和系统应用及解决方案在资源与公共事业、建

筑与基建、地理空间信息、机器人与自动驾驶等应用板块的竞争力。 

2024年上半年公司经营情况 

2024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拓展行业应用，打造公司品牌影响力，

大力开拓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148,408.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123.97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42.96%；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21,089.7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4.55%。 

1.1 持续投入研发，提升核心技术实力 

研发方面，公司持续投入，提升核心技术实力，以高精度定位技

术为核心，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和探索，已经形成有技术壁垒的核心

算法能力，具备高精度GNSS算法、三维点云与航测、GNSS信号处理

与芯片化、自动驾驶感知与决策控制等完整算法技术能力，逐步打造

和完善高精度定位芯片技术平台、全球星地一体增强网络服务平台，

提高公司的技术壁垒，产品以高精度定位导航智能装备和系统应用及

解决方案为主，逐步构建软件和平台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研发费用24,233.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28%，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为16.33%，仍保持较高水平。 

1.2 深耕各行业应用 

公司持续探索和深耕高精度定位技术所应用的有持续增长潜力的

朝阳行业，随着高精度定位技术不断成熟以及与通信、云计算、物联

网等技术的融合落地，将会有更多的行业应用需要高精度定位导航及

其相关技术、解决方案来替代传统作业。 

分业务板块来看，2024年上半年，公司在资源与公共事业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68,104.40万元，同比增长48.06%；建筑与基建板

块实现营业收入53,250.23万元，同比增长4.62%；地理空间信息

板块实现营业收入19,114.75万元，同比增长7.48%；机器人与自

动驾驶板块实现营业收入7,939.11万元，同比增长29.80%。 

1.3 全球市场拓展 

全球市场拓展是公司重要的市场战略。2024年上半年，公司实

现海外市场营业收入44,539.97万元，同比增长34.98%；实现国内

市场营业收入103,868.52万元，同比增长18.30%。近年来，公司积

极寻求海外业务的发展机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公司将继续投入

建设全球市场开拓能力，追求长期有效增长。 

二、交流互动环节 

问题 1：2024 年上半年公司的资源与公共事业板块仍保持高



 

增速，请介绍农机自动驾驶业务、位移监测业务增长情况？  

答：农机自动驾驶业务和形变监测业务系资源与公共事业板

块主要组成部分。农机自动驾驶业务近几年一直保持高增长，上

半年仍延续高增长趋势。受益于万亿国债政策，位移监测业务上

半年亦有不错的增长，目前在地灾、水利、应急等方面已有项目

持续落地，预计将为公司今年的收入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问题 2：三维智能产品海外销售情况如何？  

答：近几年围绕三维智能产品，公司持续坚定地投入高精度

激光雷达、组合导航、SLAM、摄影测量、无人飞控等相关技术

研发，掌握完全自主可控的实景三维数据采集及处理技术；对获

取的多源数据，研发实现海量点云多层次信息提取、数据渲染封

装、三维空间信息提取与标准化，实现三维全景数据全流程半自

动化处理，提升现有人工作业的工作效率。公司自主研发突破长

距激光雷达核心技术，陆续推出了高精度多平台激光雷达系统

AU20、机载长测程激光雷达 AA15、全新一代激光航测旗舰产品

AA10，满足不同场景的用户作业需求；将 SLAM 算法与 RTK 算

法进行深度融合，推出如是 RS10 测量系统，为用户带来全新测

图体验，大幅提升作业效率；推出天工航空影像空中三角测量软

件及三维建模系统，进一步提高三维建模及航测内业生产质量及

效率；此外，公司还实现了高精度激光雷达和可见光相机的深度

融合三维建模，颠覆传统建模技术路线，大幅提升内业效率，为

地理信息多源数据采集、处理和多种成果输出提供了全新解决方

案，获得业内一致好评，目前，公司自研产品已开始投向市场并

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推广效果，上半年在海外市场开拓效果明显，

随着产品的持续打磨成熟及市场接受度的提升，预计未来有较大

的增长空间。 

问题 3：上半年海外业务增速有所放缓，且毛利率下降，原

因是什么？下半年海外业务增长会提速吗？  



 

答：2024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海外市场营业收入 44,539.97 万

元，同比增长 34.98%，海外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下半年海外

业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全年增速预计将快于上半年。上半年海

外毛利率下降主要系随着公司各产品线产品技术的持续打磨成

熟，包括三维智能等在内的各类产品均已走向海外并呈现良好的

发展态势，公司海外收入的产品结构有所变化，同时，为进一步

快速打开海外市场，公司亦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市场策略及内部

管理目标，预计全年海外毛利率会有所回升。  

问题 4：请问公司芯片研发进展如何？ 

答：公司新一代 GNSS 芯片的研发进展顺利，新芯片推出后，

预计公司芯片自给率将大幅提升，同时可能给公司带来新的商业

模式。 

问题 5：机器人与自动驾驶业务的进展情况如何？上半年毛

利率呈现下降趋势的原因？ 

答：上半年公司机器人与自动驾驶板块实现营业收入

7,939.11 万元，同比增长 29.80%，在封闭与半封闭场景，公司已

在低速机器人、矿车、港口、物流自动驾驶等领域与易控、三一、

徐工等公司达成合作；在乘用车自动驾驶领域，除以前年度已量

产车型外，今年上半年，公司还实现了小米 SU7 等的量产出货。

此外，公司已成功建立车规产品完整的开发流程和管理体系，相

关产品的开发流程已达到功能安全国际标准最高等级“ASIL D”

的要求，并获得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和认证机构德国莱茵 TÜV

集团正式授予的 ISO 26262 功能安全管理体系 ASIL D 认证证书。

随着乘用车自动驾驶业务的出货量逐渐提升，该业务板块的毛利

率有所下降，主要系业务模式有所区别，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仍

能保持健康水平。 

问题 6：上半年公司应收账款增速较快，经营性净现金流同

比下降，对该部分的展望如何？公司销售、管理及研发费用未来



 

的规划如何？ 

答：上半年应收账款主要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公司一直重视应收账款管理，每年都会制定相应的管理目标并分

解至各业务单元，全年应收账款及经营性净现金流情况可参考以

往年度趋势。 

    销售方面，公司近年持续优化营销体系，提升工作效率，随

着公司持续发展，收入规模增长，以及营销管理体系的逐步升级，

销售费用率有望实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公司的管理费用率目前管控良好，未来会继续根据公司经营

发展情况来平衡。 

研发方面，公司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战略布局，通过持

续的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让更多行业获得精准时空信息服务。

公司将继续保持在芯片、板卡、模组等基础器件领域的研发投入，

并不断推动完善高精度定位、组合导航、机械自动化控制、激光

雷达系统等方面的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着力推进产品升级、

技术进步，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一体化程度，同时，面向自动驾驶、

智慧城市等新兴市场，公司将加快各类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规模化

应用，打造标杆项目。预计近年研发投入仍将保持较高水平。 

 

关于本次活动

是否涉及应披

露重大信息的

说明 

本次活动严格遵照相关监管要求开展，不涉及未公开重大信息泄露

等情况。 

活动过程中所

使用的演示文

稿、提供的文

档等附件(如

有，可作为附

件) 

不适用。 

  



 

附件：《外部参会人员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姓名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易羽心 

2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颖 

3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贾国琛 

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蒲梦洁 

5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贺璐 

6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宇澍 

7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孟灿 

8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石瑜捷 

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杜沛 

1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郑浩 

1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成龙 

1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郝润祺 

13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陆怡雯 

14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一铭 

15 韓國投資基金管理公司上海代表处 王文文 

1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饶晓鹏 

17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晶 

18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君翔 

19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袁家亮 

2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万义麟 

21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马行川 

22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宗舟 

23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白家乐 

24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镇涛 

25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白青瑞 

26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天诣 

27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洪琳 

2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朱红 

29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王苏欣 

3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赵天宇 

31 上海呈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沈守传 

32 上海大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宋博雅 

33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丹 

34 上海歌汝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应晓立 

35 上海观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观彻投资 黄昊成 

36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伯恩 

37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高俊 



 

38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肖凯 

39 上海合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管华雨 

40 上海合远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庄琰 

41 上海何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煜 

42 上海厚坡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刘超 

43 上海磐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阳 

44 上海鹏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祝凯伦 

45 上海千翊投资 熊彬正 

46 上海申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生别男 

47 上海彤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乐 

48 上海毅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锡伟 

49 上海昱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艾宇 

50 上海昱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奕霖 

51 上海正心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常晟 

52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吴伟荣 

53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惠军 

54 申万宏源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张运昌 

55 深圳市徐星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马帅 

56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陈峰 

57 寿宁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孙军 

58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张凯 

59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石 

60 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朱燕华 

61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彤 

62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庄恬心 

6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曾庆亮 

64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王灵境 

65 寻常(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杜凡 

66 永诚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揭奕 

67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常远 

68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任桀 

69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李若汐 

70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应豪 

71 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黄伯乐 

72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党伟 

73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浦宇佳 

74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钱嘉隆 

75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汪萍 

7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李心怡 



 

7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海宁 

78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祖圣腾 

79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王俊贤 

8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彦霖 

81 浙江居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志喜 

82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黄王琥 

83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维 

84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王高唯 

85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应巧剑 

86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铃雅 

8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陈宁玉 

88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佘雨晴 

89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田宇昊 

9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张淑雯 

9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赟 

92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刘先政 

93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白鹏 

94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沈路遥 

95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吴尚 

96 个人投资者 李斌聪 

97 个人投资者 李海晨 

98 个人投资者 潘锃 

99 个人投资者 秦希峰 

100 个人投资者 王升平 

101 个人投资者 王希婧 

102 个人投资者 严锋 

103 个人投资者 张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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